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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吴英恺第一次见侯幼临的时候，侯幼临是一名北京协和医

学院学员。而后，吴英恺一直把侯幼临带在身边，转战重庆中央医院、

天津中央医院和协和医院。1956 年，侯幼临又跟随吴英恺来到解放军胸

科医院，担任了外科副主任。

在阜外医院创建之初，医疗器械匮乏，侯幼临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

作，摸索着前行，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了多个当

时难度极高的心脏外科手术。没有体外循环等辅助设施，没有完备的器

械，但通过学习和团队的努力，他艰难地为中国心血管外科的发展摸索

出一条路。

用生命开拓心脏外科的人

侯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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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幼临工作起来可以用奋不顾身来形容，对工作极其负责且任劳任怨。

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诋毁、侮辱和无休止的劳作，加上常年处在应激状态

的工作方式，侯幼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享年仅 54 岁。

手术痴

吴英恺在美国学习时，日军侵华已达高潮，虽久居国外，仍深感不安，

遂历经艰难回国。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护校和一部分医学院师生都在重庆华

西坝，与华西、齐鲁、中央大学医学院组成联合医学院，维持教学。侯幼临

和方圻是那时的在校学员。

1944 年，吴英恺开始创建重庆中央医院。他学门大开，广纳人才，侯幼

临跟随吴英恺到了重庆中央医院。

抗战胜利以后，吴英恺奔赴天津，筹办天津中央医院。侯幼临则跟随吴

英恺去天津做住院医师。

1948 年 5 月，吴英恺重返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侯幼临任第三

任总住院医师，而后在胸外科成为吴英恺的第一助手。

1955 年，还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习的朱晓东，被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做实习生。

在那里，朱晓东第一次见到了侯幼临。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会对他的一

生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晓东和实习生们在病理科学习时，总看到一个医生拿着心脏标本左抠

右抠，摸来摸去。实习生们也不懂，就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痴”

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医生叫侯幼临。

当时侯幼临是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总医师。只要医院有病理解剖，侯幼临

就跑到病理解剖室。后来病理科的医生都烦了，临床医生为何总泡在病理科？

对他不理解，不太欢迎侯幼临碰标本。那时候，侯幼临就表现出自己超乎寻

常的钻研精神和对新手术方式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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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春，总后勤部任命吴英恺筹建解放军胸科医院，吴英恺院长兼心

外科主任，他把侯幼临也带来了，并让他当外科副主任。1957 年由于工作出色，

吴英恺和侯幼临被评为全军后勤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

表大会。

1958 年，朱晓东到阜外医院工作，发现侯幼临主任就是当年到病理科研

究心脏标本的外科医生，他是为开展二尖瓣狭窄闭式扩张术做准备，当时这

项手术刚在国内开展。

1962 年，国家批准招收研究生，侯幼临获得带教研究生资格。当时外科

学的医生将主要的经历都放在了做手术上。考取研究生意味着三年不能做手

术，工资还要扣除 10%，对工资本就不多的住院医师来讲，意味着生活将捉

襟见肘，所以研究生开始招生，高开低走，外科医生的兴趣不大。

有一位自苏联留学回阜外医院的教授说明做研究的重要意义，鼓励朱晓东

1951 年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左起后排：王树藩、郑扶民、冯传宜、桂世初、陈加尔、黄培哲、黄国俊、
刘锟、哈献文、李功宋、吴蔚然；中排：周同轼、徐荫祥、孟继懋、吴英恺、刘瑞华、曾宪九、陆惟善；
前排：卢正超、吴德诚、侯幼临、费立民、吴志康、刘国振、赵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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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了侯幼临的研究生，顺利通过考试。朱晓东成为了侯幼临的研究生，并成为

他的闭门弟子。朱晓东说考研究生虽非自己主动，但这个决定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遇到了侯幼临这样的好老师，也让他的视角从单纯的手术延展到科研领域。

最困难的探索，也是最好的时光

1958 年，阜外医院挂牌成立，医院各方面条件得以发展，心内科黄宛教

授从美国归来，开创了我国心导管检查，为心血管外科准确诊断创造了条件；

以尚德延教授为首的麻醉科，在常温、低温、深低温下心脏手术的心功能恢

复和心脏复苏，低温、深低温的病理生理改变，低温下心室颤动的预防和治

疗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绩。阜外医院逐步形成了心外科、心内科诊断、

麻醉科协同诊治心脏病的格局，促进了心脏外科手术逐步扩大与发展。

阜外医院建院之初，吴英恺担任院长兼外科主任，侯幼临担任副主任。

吴英恺有很多行政工作，外科实际上主要

由侯幼临主持工作。侯幼临在阜外医院

外科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心脏停跳保

护等研究，使得后期创新手术成为可能。

侯 幼 临 最 好 的 时 光 定 格 在 了 阜 外

医院刚建院到“文革”前的那几年。

1956 年，侯幼临完成了二尖瓣闭式

扩张术、缩窄性心包炎心包剥脱术及动

脉导管未闭手术。

1958 年，侯幼临完成肺动脉瓣狭窄

直视切开术，使得阜外医院成为掌握低

温直视手术这种新技术为数不多的医院

之一，阜外医院心脏外科手术也跨入心
1959 年 11 月，侯幼临（右 1）看望首例体
外循环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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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直视手术新的发展阶段。

1958—1959 年，侯幼临在掌握低温手术技术以后，逐步开展体外循环下

心脏直视手术，心脏直视手术在阜外医院得到快速发展。侯幼临在黄宛、尚

德延和郭加强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了单纯低温麻醉下房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

室间隔缺损低温直视修补术、主动脉瓣直视交界切开术、主动脉窦瘤破裂根

治术及部分型肺静脉异位引流矫治术，尤其是在 1958 年完成的第一例二尖瓣

成形术和 1959 年完成的第一例主动脉瓣成形术，开拓了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

进一步奠定了阜外医院在国内心脏外科领域的领先地位。

1959 年，侯幼临在郭加强教授等帮助下成功完成了阜外医院第一例体外

循环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真正打开了心脏禁区。又于 1959 年进入更加复杂

的发绀性心脏病的研究领域，成功完成了阜外医院第一例法洛四联症根治术，

挽救的这个 7 岁孩子，就此改名叫“毛党生”。

1961 年，在低温保护下，侯幼临开展了主动脉缩窄矫治术和主动脉弓部

瘤的全弓移植术，其中主动脉弓部瘤的全弓移植术曾被誉为“侯氏术法”，

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1963 年，侯幼临完成完全性心内膜垫缺损矫治术。

侯幼临的成功，将阜外医院，乃至中国的心血管外科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侯幼临没有任何人指导，只能自己查阅资料，摸索着完成上面这些

难度极高的手术。从动物实验到心脏停跳保护，侯幼临的研究紧跟世界潮流，

回头看，与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国

率先打开心脏禁区，是侯幼临一代人付出极大代价为祖国做出的贡献。

披星戴月、血流成河

开创了多个国内心脏手术先河的侯幼临靠的是崇高的事业心和对患者的

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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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手术后，必须对患者进行严密监护和治疗。当时没有术后监护病房，

心脏手术后的患者直接推到普通病房。手术完成后，侯幼临经常守护在床旁，

24 小时吃住在医院，几天几夜，一刻也不敢放松。有时郭加强和朱晓东替他

一会儿。当时手术后也没有现代化的监护设备，侯幼临有时也会蹲在地上观

察尿液滴速，以此评估术后的肾和心脏功能。侯幼临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看书学习、做手术、术后看护患者，带着科室的医生探索新的领域。并

出版了心脏外科的专著。

心脏手术是风险很大的复杂手术，那个时候侯幼临每个手术日只做一台

手术，每个手术的时间都非常长，一般是上午开始做，下午三四点才能完成，

这还是一般的心脏手术，碰到大血管、主动脉瘤这种难度极高的手术，往往

要做十几个小时。

那时还没有成熟的“深低温停循环”技术，主动脉瘤手术需要在跳动的

心脏上把动脉瘤游离出来，动脉瘤本身非常薄，游离时极易造成致命性大出血。

一个手术有时要用到上万毫升的血液。当时心脏手术有种说法叫“披星戴月、

1958 年，阜外医院院领导合影（左起吴英恺 2、郭加强 3、党委书记张中正 4、黄宛 5、侯幼临 6、尚德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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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成河”，用来形容手术难度。

为了做好主动脉瘤手术，

侯幼临和郭加强一起合作，仔

细剥离粘连。一个手术下来十

几二十个小时，最长的手术，

朱晓东回忆，侯幼临和郭加强

轮着做，朱晓东拉钩，从早上

九点多，一直做到凌晨，不吃、

不喝、不上厕所。用朱晓东的

话讲，拉钩并不紧张，而侯幼

临和郭加强都始终处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紧张状态。

无限风光在险峰

侯幼临性格平静，情绪上很少有起伏，不喜欢开玩笑，也不发火。

朱晓东回忆，手术顺利的时候，侯幼临会不自觉就哼几句小调。有时候

一个特别艰难的手术成功了，还会高兴地讲几句类似“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话。

侯幼临甚少发火，对人非常客气，对小医生也不骂不说。对他自己带教的学生，

侯幼临也只偶尔在手术中对朱晓东说，好好拉钩，我看不清楚了。

侯幼临脾气很好，但在学术上却要求极为严格，朱晓东当时的研究生题

目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血液酸碱平衡变化》。侯幼临学过五年的化学，

非常关注这个领域，血液酸碱平衡对心外科的手术非常重要。

侯幼临比朱晓东大十几岁，带着北京协和医院的严谨，抓大放小，一步

步指导朱晓东科研，开启了朱晓东的科研之路。

做课题时，朱晓东遇到困难，就找侯幼临解决，需要设备，侯幼临就给

他申请。论文最终成稿后，侯幼临进行了修改。又请科室的其他老师逐字逐

1957 年吴英恺（右 1）、侯幼临（右 2）黄国俊（右 3）在
图书馆进行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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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地修改。

朱晓东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侯幼临是主任，有少

许补贴。逢年过节，侯幼临会请这些小医生们到他家里吃饭。侯幼临是潮州人，

很擅长做饭。侯幼临就亲自下厨，受当时条件所限，只能给他们做点鸡蛋。

1965 年，朱晓东顺利毕业。1966 年，“文革”开始，工作全面停滞。侯

幼临这个时期一直在阜外医院做杂务，之后开始恢复工作做一些手术。1970

年左右就完全恢复了工作。

用生命做手术的人

侯幼临做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摸索着前行，压力非常大，始终处在应

激的工作状态，经常失眠。在手术完成前，没有人能告诉侯幼临这个手术方

式是对还是错。侯幼临曾告诉年轻医生他在每个手术前，他都要像过电影一样，

设计手术过程的每个细节，为次日手术做好充分准备。

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诋毁、侮辱和无休止的劳作，加上常年处在应激

状态的工作方式，侯幼临积劳成疾，虽然 1970 年恢复了工作，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非常糟糕，经常带病坚持工作。

1971 年的一天，侯幼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科室，侯幼临的夫人打开

他办公室锁着的房门，发现他已病危，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为心脏外科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享年 54 岁。最后诊断为急性胰腺炎和食管肿瘤。

侯幼临把生命都献给了中国的心外科事业，无数人因为他开创性的工作

获益。

有人说，侯幼临是用生命为患者做手术，用生命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用

生命开启了中国心血管外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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